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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1.调查概述

调查开始时间 2022 年 3 月 15 日 调查结束时间 2022 年 3 月 26 日

调查负责人姓名 任吉建 调查联系人/电话 15154688769

调查过程

应急资源调查工作启动后，制定了调查方案，对联化科技厂区内应急物

资进行了调查；在信息审核汇总的基础上，填写了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存档。

2.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如果为“有”，应附相应调查表）

应急资源情况
资源品种：18 种；

是否有外部环境应急支持单位：有, 5 家；无

3.调查质量控制与管理

是否进行了调查信息审核：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信息档案：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更新机制：有；□无

4.资源储备与应急需求匹配的分析结论

完全满足；□满足；□基本满足；□不能满足

5.附件

一般包括以下附件：

5.1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5.2 环境应急资源单位内部分布图

5.3 环境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等制度

注：1.企事业单位可依据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分析环境应急资源匹配情况，给出分析结论；

2.参考附录 B 汇总形成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等相关附件（单位内部的资源可不提供经纬

度），绘制环境应急资源分布图并说明调配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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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调查人及联系方式：任吉建 15154688769 审核人及联系方式：郭刚 18678666300

企事业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物资库位置 厂区装置区 经纬度

负责人
姓名 任吉建 联系

人

姓名 郭刚

联系方式 15154688769 联系方式 18678666300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规格 备注

二车间防护资源（原一车间、二车间合并为二车间，乙腈装置）

1 空气呼吸器 4 台
RHZKF6.8L/30mp

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支持

2 防化服 4 套
普通型 2 套、重

型 2 套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手提式灭火器 72 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7 推车式灭火器 16 具 35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移动式泡沫器 6 具 PY-300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9 室外消防栓 9 个 -- 用于扑救火灾

10 室内消防栓 25 个 -- 用于扑救火灾

11 消防水炮 6 个 用于扑救火灾

12 堵漏器材 2 套
每套不少于28种

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作业。经专门绝

缘处理，防裂，不变形

13 防爆手电 12 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的现场照明

14 淋洗装置 16 个 -- 紧急冲洗

15 应急药箱 2 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救所需的敷料、

药品和器械等

16 敌腐特灵 2 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置

17 医用氧气瓶 2 支 -- 人员氧气供应

18 简易呼吸器 2 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二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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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呼吸器、防化服、防毒面具等 手提式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移动式泡沫灭火器

室外消防栓 堵漏器材

淋洗装置和急救箱等 医用氧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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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间防护资源（AABI 车间）

1 空气呼吸器 2台
RHZKF6.8L

/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支持

2 防化服 2套 普通型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1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手提式灭火器 64 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室外消防栓 2个 -- 用于扑救火灾

9 室内消防栓 13 个 -- 用于扑救火灾

10 堵漏器材 1套

每套不少

于 28 种规

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作业。经专门绝

缘处理，防裂，不变形

11 防爆手电 4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9个 -- 紧急冲洗

13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救所需的敷料、

药品和器械等

14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置

15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三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空气呼吸器、防化服 防毒面具、滤毒罐、导气管

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栓 堵漏器材、防爆手电、淋洗装置、应急药箱



5

四车间防护资源（DCC）

1 空气呼吸器 2台
RHZKF6.8L

/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支持

2 防化服 2套 普通型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1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手提式灭火器 44 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室外消防栓 2个 -- 用于扑救火灾

9 室内消防栓 8个 -- 用于扑救火灾

10 堵漏器材 1套

每套不少

于 28 种规

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作业。经专门绝

缘处理，防裂，不变形

11 防爆手电 4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5个 -- 紧急冲洗

13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救所需的敷料、

药品和器械等

14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置

15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四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空气呼吸器、防化服 防毒面具、滤毒罐、导气管



6

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栓 堵漏器材、防爆手电、淋洗装置、应急药箱

五车间防护资源（三嗪环装置）

1 空气呼吸器 4台 RHZKF6.8L/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

支持

2 防化服 4套 普通型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1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手提式灭火器 89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室外消防栓 17个 -- 用于扑救火灾

9 室内消防栓 6个 -- 用于扑救火灾

10 堵漏器材 2套 每套不少于 28种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

作业。经专门绝缘处理，防

裂，不变形

11 防爆手电 6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

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10个 -- 紧急冲洗

13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

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

等

14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

置

15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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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空气呼吸器、防化服 手提式灭火器、室内消防栓

——

堵漏器材、应急药箱、淋洗装置 ——

六车间防护资源（动力车间）

1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2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3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手提式灭火器 44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5 室外消防栓 1个 -- 用于扑救火灾

6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

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

等

7 堵漏器材 1套 每套不少于 28种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

作业。经专门绝缘处理，防

裂，不变形

8 防爆手电 6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

的现场照明

9 淋洗装置 1个 -- 紧急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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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防毒面具、滤毒罐、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

栓、应急药箱
堵漏器材、防爆手电

七车间防护资源（锅炉车间）

1 空气呼吸器 4台 RHZKF6.8L/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

支持

2 防化服 4套 普通型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1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手提式灭火器 26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室外消防栓 1个 -- 用于扑救火灾

9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10 堵漏器材 2套 每套不少于 28种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

作业。经专门绝缘处理，防

裂，不变形

11 防爆手电 6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

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4个 -- 紧急冲洗

13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

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

等

14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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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35 吨燃气锅炉所在车间）

空气呼吸器、防化服、防毒面具 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栓、医用氧气瓶

—

防爆手电、淋洗装置、应急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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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八车间防护资源（培南-4MA 装置）

1 空气呼吸器 4台 RHZKF6.8L/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

支持

2 防化服 4套 普通型、重型各两套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2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手提式灭火器 146 具 8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8 室外消防栓 1个 -- 用于扑救火灾

9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10 堵漏器材 2套 每套不少于 28种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

作业。经专门绝缘处理，防

裂，不变形

11 防爆手电 12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

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15个 -- 紧急冲洗

13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

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

等

14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

置

15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16 20Kg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防护物资照片

防毒面具、滤毒罐、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

栓、应急药箱
堵漏器材、防爆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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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九车间防护资源（培南-4AA 装置）

1 空气呼吸器 4台 RHZKF6.8L/30mpa
紧急事故处置时，提供气源支

持

2 防化服 4套 普通型 救援作业时的身体防护

3 防毒面具 若干 --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4 滤毒罐 若干 3#、4#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5 导气管 若干 0.5m 救援作业时的呼吸系统防护

6 简易呼吸器 1个 简易型 人员氧气供应

7 医用氧气瓶 1支 -- 人员氧气供应

8 堵漏器材 2套 每套不少于 28 种规格

各类孔洞状较低压力的堵漏

作业。经专门绝缘处理，防裂，

不变形

9 敌腐特灵 2瓶 进口
用于身体部门化学品伤害处

置

10 应急药箱 1个 普通型
盛放常规外伤和化学伤害急

救所需的敷料、药品和器械等

11 防爆手电 6个 --
在易燃易爆场所救援过程中

的现场照明

12 淋洗装置 9套 -- 紧急冲洗

13 手提式灭火器 58 具 MF/ABC8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14 推车式灭火器 13 具 MFT/ABC20 用于扑救初起火灾

15 室内消防栓 16 套 -- 用于扑救火灾

16 安全出口指示灯 8盏 -- 用于紧急疏散

17 疏散出口指示灯 42 盏 -- 用于紧急疏散

18 应急照明灯 95 盏 -- 用于紧急停电照明

19 应急疏散标识灯（向右） 27 盏 -- 用于紧急疏散

20 应急疏散标识灯（向左） 29 盏 -- 用于紧急疏散

21 手动报警按钮 37 个 -- 用于火灾报警

22 消防栓按钮 18 个 -- 用于火灾报警

23 火灾声光报警器 37 个 -- 用于火灾报警

24 感烟火灾探测器 46 个 -- 用于火灾报警

九车间防护资源照片

空气呼吸器 手提式灭火器、室外消防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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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调查人及联系方式：任吉建 15154688769 审核人及联系方式：郭刚 18678666300

加氢装置应急物资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性能 存放地点

1 室外消防栓 2个 - 用于扑救火灾 氢气罐周边

2 干粉灭火器 12 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氢气罐周边

3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一层南

4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一层北

5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二层南

6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二层北

7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三层南

8 干粉灭火器 2个 8kg 用于扑救火灾 加氢三层北

研发中心应急物资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性能 存放地点

1 室内消防栓 4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一楼

2 CO2灭火器 8个 5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一楼

3 室内消防栓 5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二楼

4 CO2灭火器 10 个 5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二楼

5 室内消防栓 5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

6 CO2灭火器 10 个 5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

7 CO2灭火器 10 个 3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化验室内

8 水基灭火器 4个 6L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化验室内

9 干粉灭火器 6个 5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化验室内

10 灭火毯 2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化验室内

11
移动式洗眼

器
3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三楼化验室内

12 室内消防栓 5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

13 CO2灭火器 10 个 5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

14 CO2灭火器 2个 3kg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实验室内

15 水基灭火器 10 个 6L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实验室内

16 灭火毯 5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实验室内

17
移动式洗眼

器
2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实验室内

18 固定洗眼器 1个 - 用于扑救火灾 研发楼四楼实验室内

环境应急支持单位信息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主要能力

1
应急救援单位

东营天正化工有限公司-陈建强
具备消防、救援、堵漏、救治、

个人防护能力

2 东营市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钟加腾 具备消防、救援、堵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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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能力

3 欧米勒电气有限公司-毕艳霞
具备消防、救援、堵漏、个人

防护能力

4 山东常青树化工有限公司-赵东杰
具备消防、救援、堵漏、个人

防护能力

5 东营市精诚无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杨振军
具备消防、救援、堵漏、救治、

个人防护能力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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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 应急物资

厂区指示牌

盐酸罐区

罐区应急消防设施 罐区围堰及围堰内防渗（液氨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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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氨水封池 主罐区防渗

危险废物暂存间
厂区雨水排放口

事故水池 厂区污水处理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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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污水处理站 2 厂区污水处理站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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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消防器材设施管理规定

1.0 目的

为加强公司应急、消防器材、设施的管理，特制定本管理程序。

2.0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公司应急器材、设施、便携式消防器材、固定灭火设施的管理。

3.0 定义

3.1 便携式消防器材：

手提/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手提二氧化碳灭火器；手提/推车式机械泡沫灭火器；消防

器材箱；消防水带箱；消防水带及消防枪头等。

3.2 固定（半固定）消防设施：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湿式喷水灭火系统；雨淋灭火系统；

手动消防炮；消防水炮；消火栓；防火门、火灾报警系统等。

3.3 应急器材：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过滤式呼吸器；防化服及附件；安全淋浴&洗眼器等。

3.4安监部:安监部应急响应中心，即安保部负责全厂消防、应急办公室，配备消气防

站，有24小时值班人员。

4.0 职责

4.1 各使用单位负责对本部门(生产区、办公区)区域的应急、消防器材、固定灭火设

施的使用、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查。

4.2 应急管理办公室及设备动力部负责对各使用单位的应急、消防器材和固定灭火设

施的常规维修和外委修理、维护、检测工作。

4.3 应急响应中心团队负责公司的应急、消防器材、设施的定期抽查，监督指导各部

门对消防器材设施的管理。并负责对应急、消防器材、消防设施的维修服务商、供应商及

其产品的相关资质进行审查。

4.4 会同设备动力部负责对各建筑水喷淋系统的外委修理、维护、检测。

4.5 及设备动力部负责对各使用单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维护、检测。

5.0 程序

5.1 便携式消防器材管理

5.1.1 使用单位对便携式消防器材每月检查一次，检查人签名；

5.1.2 使用单位应建立本部门的消防器材检查台帐（档案），台帐内容包括：器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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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量、名称、检查情况，充装维修情况；

5.1.3 消防器材（箱）实行定位摆放，不得随便挪用及删减；

5.1.4 灭火器应装箱摆放（除推车式）箱内附检查记录表。推车式器材及室内未装箱

器材，应在器材上挂附检查记录表；

5.1.5 使用单位应确保消防器材配置完整、清洁、无杂物；

5.1.6 消防器材罐体完整，安全插销完好并铅封；

5.1.7 附有压力表的消防器材压力显示正常，当压力显示不在允许范围内，应进行充

装；

5.1.8 手提二氧化碳灭火器每半年进行称重检查，当灭火剂重量减少超过器身标注重

量的 10%时，应进行充装；

5.1.9 确保灭火器胶管、消防水带无破裂、脱节、松动、 霉变，如出现上述情况应及

时联系ERC团队进行更换；

5.1.10 室外推车式灭火器应设防护罩，防止雨淋和日晒；手提式和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以及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出厂期满三年，以后每隔二年；机械泡沫灭火器出厂期满三年，

以后每隔二年，必须送检，进行水压试验等相关检查；

5.1.11 泡沫箱内设泡沫枪头；普通水带箱内设水枪头；

5.1.12 固定式泡沫灭火装置应注明罐内泡沫液的充装日期；

5.1.13 器材的设置类型适对现场的火灾类别。

5.2 固定（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管理

5.2.1 固定泡沫系统管线应标示消防水、泡沫原液、泡沫混合液走向；

5.2.2 泡沫罐设置现场手动操作程序牌；

5.2.3 使用单位每个月对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做以下检查：

泡沫储罐系统的外观检查（包括：泡沫罐标识、供水水源压力表、泡沫装置、泡沫原

液液位）；

泡沫喷头进行外观检查，喷头应无损坏、堵塞；

混合液管线的导淋阀定期排放；

系统管线上的泡沫接口闷盖完好。

5.2.3 每年一次外委对固定泡沫灭火系统做以下检查与试验：

泡沫系统的泡沫喷洒试验；

泡沫喷洒试验结束后的管道、比例混合器、泡沫出液管线、混合液管线、清洗，清锈

除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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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喷洒试验结束后的泡沫原液需进行补充。

5.3 湿式喷水灭火系统管理：

5.3.1 使用单位对系统每月做如下检查：

检查报警阀组的外观、压力表完整，无泄漏；

喷头无损坏、锈蚀、漏水现象；感温玻璃头无遮挡、无污垢;

检查水泵接合器闷盖完好。

5.3.2 每季度一次的管网末端放水试验，同时排除管网内的铁锈及杂质 。

5.4. 雨淋灭火系统管理：

5.4.1 使用单位每月一次对雨淋阀组及系统做以下检查：

进水、出水控制阀门功能良好，无绣死、损坏；

开式喷头检查无损坏、堵塞、漏水现象；

5.4.2 使用单位每季度对雨淋系统组进行如下检查测试：

检查手动阀门组状态及喷头出水状态；

管网后端管线导淋阀排放，确保喷淋管线无积水；

5.4.3 每年一次应对雨淋系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

5.5 消防水炮/消火栓管理：

5.5.1 装置、部门每月对水炮进行如下检查和试验：

对水炮的回转机构、仰俯机构、操作机构、阀门进行检查；

水炮进行试验性喷射；

炮体、阀门无泄漏。

5.5.2 不得擅自埋压、圈占、停用、使用消火栓；

5.5.3 冬季进行炮体排凝或保温;

5.5.4 消火栓闷盖齐全无渗漏。

5.6 消防防火门管理：

5.6.1 使用单位每月进行外观检查，门体无变形;

5.6.2. 使用单位每月手动操作防火门，启闭正常；

5.7 手动报警系统管理：

5.7.1 手动报警控制器处设置火灾探测分布图，标明手动按钮的地点和位号；

5.7.2 使用单位每日检查报警控制器，当系统出现故障、误报警应及时通知设备动力

部进行排除或修理；

5.7.3 使用单位对火警、可燃/有毒气体报警、故障报警情况应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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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探测器投入运行两年后，应每隔三年全部清洗一次，并做相应的功能试验，合

格后方可使用；

5.7.5 火灾报警系统的定期检查，由设备动力部按《GB50116-9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

工及验收规范》第4.3.2条组织进行。

5.8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管理

5.8.1 消防应急照明系统主要包括事故应急照明、应急出口标志及指示灯，是在发生

火灾时正常照明电源切断后，引导被困人员疏散或展开灭火救援行动而设置的。

5.8.2 使用单位应每月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检查一次，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需

立即对其维修或更换。

5.8.3 检查内容包括：

外观检查，确认无破损和性能良好；

试验按钮，断电后是否能亮、应急转换时间等；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有无被阻挡。

5.9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管理

5.9.1使用单位对系统每周做如下检查：

气瓶压力不低于20Mpa、外观无磕碰、磨损；

呼吸管具气密性良好，管具无磨损、开裂、老化；

面罩头带无老化、断裂、面屏清晰；

报警鸣哨，低于5Mpa自动报警发声正常；

肩带腰带无磨损、断裂。

5.10 过滤式呼吸器管理

5.10.1 使用单位对系统每周做如下检查：

新滤毒罐必须密封且完好无损；

面罩头带无老化、断裂、面屏清晰；

重复使用的滤罐必须密封、无明显损坏、无接触实际毒害环境，6个月内必须更换。

5.11 防化服及附件管理

5.11.1使用单位应每月对防化服检查一次，如有损坏，及时更换；

5.11.2 重型防护服每年需做一次气密性测试；

5.12 安全淋浴&洗眼器管理

5.12.1 使用单位应每周对安全淋浴、洗眼器检查一次，并做一次出水检查，放掉管道

内污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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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检查内容包括：

安全淋浴、洗眼器指示标志完好；

外观完好，无锈蚀，防尘帽无缺失；

保温完好；

阀门开关有效，总阀处于常开状态；

洗眼喷头滤网无堵塞，出水压力正常，不得低于0.25Mpa，水质清澈,无污物。

5.12.3 安全淋雨、洗眼器管线颜色应明显区别于工艺等其他管线，保温后管线需刷绿

漆标识。

5.13 急救药箱管理

5.13.1 各使用单位指定人员对药箱维护、保养、每周一次全面检查。确保药箱的物品

的充足及使用的安全。内容应包括：

药品有无过期，失效，损毁，药物包装标签是否完整；

药品有无丢失和药品使用记录是否齐全；

各种药品使用后是否及时补全；

各种报废、过期药品是否及时上交医务室；

注意：孕妇、哺乳期妇女、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炎等慢性疾病较重的人群、从事

机车驾驶、高空作业、密闭空间等特殊作业的此类人群需向医务室咨询许可后方可使用。

5.14 应急器材柜管理

5.14.1使用单位要加强对事故柜的维护管理，应每月对事故柜内器材进行一次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确保事故柜内器材完好。检查内容包括：

事故柜无损坏；

对照应急柜设施清单，确认柜内器材无丢失；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气瓶压力在规定范围内；

滤毒罐在有效期内；

柜内相关器材无损坏。

5.15 应急冲洗液管理

5.15.1使用单位要加强对应急冲洗液的维护管理，应每周对应急冲洗液进行一次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确保应急冲洗液处于完好状态。检查内容包括：

容器是否完整；

容器盖子是否密封、拧紧；

是否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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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识清楚明确；

目测应急冲洗液是否有杂质或变色；

应急冲洗液数量是否和配置标准一致；

容器内容量是否充足。

5.16 应急、消防器材检查表及填写说明:

5.16.1 按程序中规定的频率进行检查。填写检查情况、签名、检查日期；

5.16.2 检查表附于器材箱、水带箱内。室外推车式器材绳挂卡片置于护罩内；

5.16.3 检查表附于器材与器材箱，不能代替各装置/部门内部的消防器材台帐（档案）；

5.16.4 附检查表格式及填写举例，其中检查内容、签名、检查日期应为检查者手写；

5.16.5 所附的应急、消防器材检查登记表为单张双面填写; 箱内器材可以编号对应表

格; 在不编号的情况下表格中从上至下对应箱中从左至右；

5.16.6 本检查卡为防水设计，填写时请使用黑色记号防水笔填写；

5.16.7 台账（档案）类检查表用A4纸打印后用文件夹装订，按规定要求填写，备查；

5.16.8 各使用单位在日常检查中如发现器材损坏或有任何疑问，请及时联系应急管理

办公室；

5.16.9 应急、消防器材检查卡的领取请联系应急管理办公室。



16

劳动保护用品管理程序

1.0 目的

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符合职业健康安全需要，确保企业安

全生产，规范公司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发放及使用。

2.0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山东汇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对劳动防护用品从选型、采购、验收、存储、

使用、更换、报废等全过程管理。

3.0 定义

劳动保护用品（又称“个人防护用品”，简称“PPE”）——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为免遭

或减轻事故伤害或职业危害的所配备的一种防护性装备。

特种劳保用品是指在劳动作业生产过程中对人体起到特殊保护作用的安全防护用品，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目录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确定并公布,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具体

包含以下内容：

头部护具类：安全帽；

呼吸护具类：防尘口罩，,过滤式防毒面具，自给式空呼吸器，长管面具；

眼（面）护具类：焊接眼面防护具，防冲击眼护具；

防护服类:阻燃防护服，防酸工作服，防静电工作服；

防护鞋类：保护足趾劳保鞋，防静电鞋、导电鞋，防刺穿鞋，防砸安全靴，电绝缘鞋，

耐酸碱皮鞋，耐酸碱胶靴，耐酸碱塑料模压靴；

防坠落护具类:：安全带，安全网,密目式安全立网；

4.0 职责

4.1办公室

制定、修订管理程序，监督其有效执行。

4.2 各部门/车间

负责本部门的岗位风险识别，执行程序 。

提出申报计划。

4.3 员工

根据作业要求正确佩戴适宜的劳动保护用品。

4.4 采购部

根据申报的采购计划，采购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选择有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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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保用品供应商，并会同办公室对劳保用品供应商进行定期评价。

4.5 供应链管理部

负责劳动保护用品入库、保存、出库管理。

负责劳动保护用品库存量的统计,并将每月库存报办公室。

5.0 程序

5.1 选型

5.1.1办公室根据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选择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对劳动保护用品

的防护效果进行跟踪。

5.2采购

5.2.1 使用单位于每月15日前将下月的PPE需求计划报办公室。办公室汇总并结合现有

库存情况制定采购计划报采购部。

5.2.2 采购部根据采购计划组织采购。计划中须标明劳动保护用品的质量、规格、型

号及数量。

5.2.3 采购部采购劳动保护用品前，应对供应商进行评价。特种劳动保护用品供应商

应具备《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营（生产）许可证》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一

般的劳保用品应具有产品经营许可证。严禁采购、发放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5.3验收

5.3.1 办公室会同供应链管理部对采购的劳动保护用品负责质量、数量验证。需委外

检验的采购产品，由办公室进行送检。经检验不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应进行退货处理。

5.3.2 检查验收记录和计量单据，对无验收记录、包装不严或可能受污染的劳动保护

用品未采取措施前不准入库。

5.4领用与发放

5.4.1 各职能部门/车间需指定专人领取劳动保护用品，劳动保护用品领用由部门提出

申请，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核，办公室进行审批。员工领取劳动保护用品需签字确认。

5.4.2 领用部门根据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发放标准，结合工作量和作业场所环境条件，

以旧换新，按需发放，特殊情况由办公室临时批文发放。

5.4.3 新工人到厂后三天内发给安全帽一顶、工作服一套、劳保鞋一双，防护眼镜、

工作手套（视工作情况发给）。1个月内发放第二套工作服。第一年发给工作服（春、秋）

各二套（视季节发放），以后每年发给工作服（春、秋）各一套。其他，参照公司个人发

放标准。对于试用期内离厂的服装款由部门负责人在其工资中扣除。

5.5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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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员将验收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进行入库登记，宜储存在通风、

阴凉、无霉柱现象的地方。

5.5.2 仓库应每月对库存劳动保护用品进行检查，对库存量大的劳动保护用品进行盘

存。

5.5.3 储存场所应设有安保防盗设施，每月对防盗设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5.6培训

5.6.1 对于任何一种劳动保护用品均由办公室或供应商技术人员提供使用培训。

5.6.2 培训内容：

了解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性能范围，如何佩戴使用如何清洁、维护劳动保护用品。

5.7穿戴要求

5.7.1 凡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必须穿戴安全帽、工作服、劳保鞋，佩带光气徽章，携

带安全眼镜及防护口罩。其它特殊防护穿戴视工作场所作业情况而定，详见岗位PPE发放标

准。

5.7.2 研发、质保人员日常工作穿工作服（白大褂），做化学实验时必须戴好防护手

套、防护眼镜，必要时戴防毒口罩。进入生产、仓储区域取样时还要戴好安全帽。

5.7.3 参观访问者进入生产区域内必须戴安全帽、安全眼镜，穿工作服、劳保鞋。

5.7.4 外包施工人员进入生产区域内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服、工作鞋，其它穿戴视

工作情况而定。

5.7.5 食堂工作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布帽，炒菜、售菜时戴橡胶手套、纱布口罩。

5.7.6 机修人员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穿劳保鞋，电焊、气割等特殊作业时按有关规

定执行。

5.7.7 行政、工程等管理人员进入生产区域时按生产区域个体防护要求穿戴，禁止穿

裙子、凉鞋等进入生产、危险品储存区，同时长头发不得外露。

5.7.8 门卫应严格控制、禁止穿短裤、背心、拖鞋等衣冠不整人员入厂。

5.8 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与维护

5.8.1 呼吸防护用品的使用及保养

5.8.1.1 呼吸防护用品是防止缺氧空气和有毒、有害物质被吸入呼吸器官时对人体造

成伤害的个人防护装备，应首先识别有害环境，依据产品和岗位配置要求和选用合适的呼

吸防护用品，选择适当尺码的呼吸防护用品，呼吸防护用品应要合身以免妨碍动作或影响

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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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 如选用过滤式防毒面具必须严格执行一开，二看，三戴的规定。一开：打开

滤毒罐底部胶塞；二看：查看滤毒罐．面罩无缺陷；三戴：戴上面罩，呼吸畅通，确认完

好，方准使用。各种过滤式防毒面具只能专防专用，不同型号滤毒罐只能防其对应的有毒

气体，要防止错用。使用中感觉呼吸困难，或自我感觉不适时，应立即退出毒区，更换面

具。严禁在毒区内摘掉面罩。发给个人保管使用或公用的过滤式防毒面具，上岗应随身携

带，下班时各自锁入柜内保管。

5.8.1.3 防毒面罩使用前检查底部连接处是否有胶垫，面罩是否有裂纹和漏洞，呼吸

孔处胶片是否有弹性。

5.8.1.4 滤毒罐每当打开封盖时就应记录使用时间，在两次使用之间应使用原来的密

封端盖密封。当弃掉滤毒罐时，应先将其进气口或其它部分弄残，如可用钳子弄坏与环纹

导气管的连接口，以免下次误用。

5.8.2 其他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参照产品说明书。

5.9 报废和失效

5.9.1 劳保鞋出现底部开裂、突起、脱胶等情况给予报废、更换。

5.9.2 防护眼镜和防护面屏出现镜面花糊，不能达到预期的视觉效果，给予报废、更

换。

5.9.3 防毒全面具出现开裂、老化，应给予报废、更换。

5.9.4 滤毒罐、滤毒盒在新鲜空气中依旧存在大量有害气味，说明吸附能力丧失，给

予报废、更换。判断滤毒罐失效的简易方法如下：

5.9.4.1 靠主观嗅觉。对于一般有异味，有刺激性的毒气，当感觉到微弱气味时，即

为失效。但不适用剧毒或无气味的毒物（如一氧化碳等）。

5.9.4.2 用秤重法确定滤毒罐是否失效。由于吸入湿气和有毒物质，滤毒罐会增加重

量，若超过15g为失效。

5.9.5 防毒半面具外层严重污渍、呼吸困难、破损、老化的情况下，可以丢弃。

5.9.6 安全帽出现裂痕、破损的情况下，可以报废、更换。

5.9.7 安全绳、系带出现撕裂、开线、霉变、损坏的情况下，可以报废、更换。

5.10 其他要求

5.10.1 公司所发所有劳动保护用品，严禁在工厂区域以外场所穿戴，防止污染转嫁第

三方。如发生污染事件，员工本人负完全责任。

5.10.2 劳动保护用品是一项预防辅助性措施，公司在所有场所通过设备安装、改造、

工艺改革，从根本上消灭不安全、不卫生因素，员工在工作时必须正确使用和按规定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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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使用单位对货物质量持有异议时，应及时上报办公室，由其委托有关部门进行

技术监督鉴定，其质量达不到生产和职业健康安全要求，则由采购部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退

货，并立即停止不合格货物的使用。

5.10.4 对于工作部门之间互相调动的员工，劳动保护用品按新工作岗位标准发放，对

原岗位已经发放的，新岗位不再发放。


